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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羅尤娟 ■ 林務局森林育樂組遊樂科科長
王佳琪 ■ 林務局森林育樂組遊樂科技士(通訊作者)

一、 國家步道的建置與發展目
標

台灣山林地區具有豐富的地質地形景觀及

自然資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民國87

年起即與登山團體合作進行國有林登山步道(含

古道)的規劃與調查，並自民國91年起開始系統

化推展全國步道系統之建置工作，以既有步道

為主，系統化遴選具備台灣地區自然人文資源

或景觀美質代表性之步道，配合環境景觀生

態、人文歷史特色，辦理藍圖規劃、設計規

範、資源調查、整建修復、監測維護、活動推

廣等工作，提供國人進行自然旅遊之場域 (圖

1)。

二、 以保育為核心的自然步道
經營管理原則

以國家的資源來設置自然步道，其核心意

義絕非僅是提供民眾休閒運動場所，因為有更

多運動方式可以達到強化體適能及健身的目

的，民眾不一定要走進自然步道。因此一條穿

越山林的自然步道設置應有更深層的意義，讓

民眾行走步道同時，身心靈透過和山水土地、

蟲魚鳥獸、花草樹木、風霜雨霧等自然萬物的

接觸，發自內心建立與環境的情感，尊重自然

萬物的存在，進而願意為這片土地盡一份心

力。因此，一條自然步道應該是充滿原味，除

危險路段提供必要的防護設施外，僅提供簡易

而清楚的指標及必要休憩設施，儘可能讓民眾

雙腳踏觸自然原始的路面。步道路面可能不很

平整，充滿大小石塊、是一片泥濘或是低矮草

叢。遊客走入一條原始自然的步道，得學習如

何和這片山林互動，路面可能濕滑，所以得運

用肢體，取得和大地的平衡，感受自我存在天

地間的價值與意義。可能會遇見野生動物，所

從生態保育的角度思考

國家步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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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學習如何和野生動物相處，而不干擾牠

們。可能會遇見正在綻放的美麗花朵，或是正

在結網的蜘蛛，讓人訝異自然界奧妙無所不

在。在談到國家步道的規劃時，國內常以美國

阿帕拉契山步道為例，其提供民眾和自然第一

線接觸體驗，使民眾體認自我與萬物之價值，

進而愛上自然，願意保護環境，這就是自然步

道發展的初心。

林務局規劃建置之自然步道，範圍涵蓋台

灣山岳、海岸及丘陵地區等不同資源及敏感性

的國有林地，整合串聯固有之自然遊憩據點，

提供國人自然體驗、生態觀察、登山冒險等不

圖2  步道保育經營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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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價值性的遊憩體驗。就保育的定義而言，其

核心價值為保護加上利用，資源合理的利用可

達成環境永續。就步道之發展而言，其核心意

義為實現保育的目的，步道應為環境教育實施

的戶外教室。因此，以保育為核心價值的步道

發展及經營管理，應包含資源保護與環境教

育、遊憩管理及夥伴關係等面向(圖2)。

三、步道資源保護與環境教育

(一)步道建置原則與資源調查

資源管理單位在步道設置前，應先進行步

道及周邊區域環境資源的評估，內容包含環境

生態資源、步道沿線景觀、步道建置對鄰近山

村部落之影響、步道維護難易度、步道使用效

益評估等。其中有關資源調查項目，應包含歷

年氣象資料變化、人文史蹟位置、生物多樣

性、生態敏感區位如動物繁殖巢穴、珍貴稀有

植物位置等。在步道規劃階段及建置過程，應

採取生態工法，建立環境友善步道。步道路線

應遠離巢穴，如開闢時發現巢穴，則應繞道。

(二)步道環境監測

步道建置完成後，應針對步道資源敏感區

域及遊憩使用量進行監測，以了解遊憩活動對

於生態環境的影響。步道環境監測項目應包含

資源敏感生物種類監測、步道環境、遊憩活動

的監測。此外，步道之開通亦容易成為外來種

入侵的廊道，因此有必要監測以了解是否有外

來種入侵現象，若有則應加以移除。若步道附

近具有山村部落，調查項目亦應包含步道遊憩

活動對山村部落之衝擊。

在監測項目的選擇部分，應依步道與資源特

性而異。就植物監測而言，遊憩活動對步道沿線

植物生態的影響主要有踐踏使土壤密實影響植物

的生長、生長點較高的植物易受遊客行進或採摘

等行為受損、以及因植被受到破壞導致外來種入

侵等。目前國內外最常用於評估遊憩活動對植物

生態影響的方法主要有覆蓋度減少率及植相變異

度。就哺乳動物而言，過度的遊憩干擾會使動物

遠離步道，動物與人之距離可用來作為簡單的監

測指標。國外亦有研究顯示在資源豐富的棲地

中，灰熊在人類活動較低的時期與步道間的距離

會較近。鳥類方面，部分鳥種如台灣噪眉會利用

人類殘留的食物，因此，此類鳥種的活動亦可作

為人類遊憩活動影響的指標。兩生類分布易受到

水生環境之限制，對水源涵養的破壞，以及水質

污染等極為敏感，可作為觀察環境變化的指標生

物。陸棲爬蟲類活動力雖較兩生類強，但是分布

受到棲地和食物所限制，亦為環境優劣之良好指

標生物。蝶類資源族群對季節、天氣、光度、微

氣候等因子造成的棲地變化較為敏感，因此蝶類

的族群變化可反應局部性或全球性的氣候變遷。

就遊憩活動之監測而言，包含監測遊客登

山行為對實質環境之衝擊及建置登山品質指

標，如調查步道使用者特性、登山露營活動對

營地之衝擊、及登山者對步道設施品質之反應

等項目，以了解人為遊憩活動對環境之衝擊程

度。就步道環境衝擊監測而言，許多遊憩方式

常對脆弱的資源造成嚴重的衝擊，尤其係集中

在某些特定時段或地點，更易造成環境的破

壞。步道沖蝕常能反應人類活動對環境所造成

的影響，目前已成為步道經營管理者必須面對

的問題。此外，步道監測常受限於資源管理單

位的人力，而無法實質進行。因此，有必要將

步道使用者納入步道監測之一環，建立遊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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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之機制，因遊客是第一線感受步道變化者，

透過簡易的教育訓練與推廣，可發展全民監測

步道的模式，則可提升步道經營管理效能。

(三)步道生態系統管理

就步道生態系統管理部分，林務局曾於民

國96-100年以能高越嶺道為例進行步道監測模

式的探討，建議在生態系統管理部分應注意自

然改變與人為干擾的部分(圖3)。自然改變又包

含極端氣候與自然演替部分，由於地球溫室效

應帶來全球暖化及極端氣候情形日益明顯。極

端氣候(如颱風及豪雨)經常造成步道的中斷，如

此不但影響步道使用，更造成管理單位的維修

負擔，故管理單位應收集步道微氣象資料，分

析此類因颱風及豪雨造成的土石崩落情形及維

修花費之關係，考量維修經費與遊客需求，擬

定災後復建的作業流程，以利災後的步道管理

工作，必要時應進行步道預警性封閉措施。

至於自然演替部分，在建立生態資料後與

步道之監測模式後，管理單位可以透過監測結

果來了解步道人為使用對生態的影響外，亦可

透過特定的指標物種來了解生態環境自然演替

的情形。就人為干擾部分，影響因子包含遊客

使用衝擊、當地居民傳統採集利用、工程與開

發人員活動、研究人員活動。以蝶類資源為

例，由於蝶類活動的主要時期為春季與夏季，

因此步道管理單位可在秋末進行除草作業，避

開蝶類活動高峰期。除草作業原則上一年一

次，如因應特殊需求需再次除草，建議選在春

初植物復原速度較快時進行。除草進行時注意

避免傷害有花的蜜源植物及珍貴稀有的植物，

如進行重要工程而必須除草，則應對除草強度

(砍草深度)進行規範。一條自然而原始的步道，

應保留生物的微環境，提供生物覓食活動空

間，如果將步道上的草除得太乾淨，泥土裸露

面積變大，則步道較易遭受沖蝕，將增加步道

維護成本。此外，蜘蛛、兩生爬蟲類、蝴蝶及

特定植物對環境變化較敏感，步道進行工程時

很容易破壞其棲地，步道管理單位在執行外包

圖3 步道生態系統管理影響因子

一條原始而自然步道應盡量減少人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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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時，能事先與施工單位進行溝通協調，在

施工時盡量減少對步道周圍環境的破壞，以維

持步道環境的生物多樣性。

(四)資源敏感步道的管理

目前林務局所轄152條步道，其中有16條

步道全段或部分路段位於自然保護(留)區範圍內

(表1)。此類資源敏感步道之經營管理，主管單

位應依據各自然保護(留)區計畫書內容，進行步

道系統規劃分類管理。以自然保留區為例，其

設置之法源依據為文化資產保存法，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訂有「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

法」，第2條明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

進入自然保留區：(1)原住民族為傳統祭典之需

要。 (2)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為學術研究之需

要。(3)相關團體為環境教育之需要。(4)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特殊需要。」。由於台灣登山

遊憩發展極早，各自然保留區劃設公告前，該

區域已存在既有之登山路徑或部落間之聯絡古

道。因此，在保留區的管理維護計畫中，亦將

步道修繕、步道改線、登山遊憩、環境教育、

居民傳統利用等因子納入計畫內容。因此，自

然保留區劃設之後，主管單位應採取更積極的

管理手段，將既有之登山遊憩納入保留區之管

理，以環境教育或生態旅遊為核心進行經營管

理，可採取必要之限制規範。以屏東縣政府新

公告之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為例，其以環境

教育、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為三大目標，該保

留區採取較積極的手段進行管理，並進行遊憩

承載量管制，其設置預期達到下列效益:合理劃

設自然保留區，有效保護稀有動植物及珍貴地

質地形資源，保存古道文化與其歷史意義的不

可替代性。以公有土地資源為優先保育對象，

可掌握推動時效。透過自然保留區低承載的環

境教育活動，配合周邊地方觀光資源的整體規

劃，強化當地居民的經濟發展，建構地景保育

與社區之永續經營的典範。

步道名稱(管理單位) 自然保護區域(管理單位)

福巴越嶺步道、北插天山登山步道、塔曼山步道(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阿塱壹古道(屏東縣政府、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屏東縣政府)

嘉明湖步道、向陽國家森林遊樂區步道群(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 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

能高越嶺道(林務局南投及花蓮林區管理處) 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林務局南投及花蓮林區管理處)

浸水營古道：西段(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浸水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北大武山步道、筏灣泰武步道(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雙鬼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利嘉林道(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 利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

合歡尖山步道、合歡東峰步道(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太魯閣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大霸尖山登山步道、觀霧森林遊樂區步道群(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桃山瀑布步道(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雪霸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表1   林務局所管理之資源敏感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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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位於自然保護(留)區內之既有資源敏

感步道，其經營管理除依據該區公告計畫書內

容辦理，採取生態系統管理方式，步道設置應

採取自然工法、低密度設施，並應引導民眾在

適當的區域行走，並可採取分區分時輪流開放

方式，優先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及進行遊憩承

載量管理。

(五)發展步道成為環境教育的場域

自然步道為良好的科學研究與環境教育場

所，經過規劃設置的步道通常具有較易抵達及

相對安全等特質，小朋友經由父母帶領體驗步

道，將建立一輩子喜愛探索自然的興趣。此

外，應鼓勵研究單位於步道進行相關科學研

究，並將科學研究成果應用於環境教育工作，

研究人員於步道調查同時亦可成為環境教育實

施者。步道路面應儘可能保持原始樣貌，保留

可供遊客探索或觀察生態之環境。例如，步道

保持部分草生地環境，則山豬、山羌、山羊、

水鹿、藍腹鷴、帝雉、竹雞等動物將有機會到

步道上覓食活動，則遊客在步道上活動，將有

與野生動物相遇的驚喜。步道上或兩旁保持部

分淺水坑及泥濘地等潮濕環境，則有機會觀察

兩生類、或是其他野生動物之活動痕跡，如水

鹿在泥濘地打滾泥浴。就步道環境教育之推展

而言，受限於人力，可採自導式解說教育方

式，利用遊客休息處設置解說牌示。或可發展

假日解說站，於假日遊客較多時，派員駐點解

說或實地導覽，增加遊客接受環境教育機會。

(六)推展環境倫理與無痕山林運動

隨著國人使用步道頻率的提升，如何提供

全民優質安全之山林遊憩體驗，同時降低衝擊

影響山林生態環境，為全國步道系統經營管理

的重要課題。在國外推動山林遊憩過程中，亦

曾遭遇遊憩活動導致環境衝擊之問題，因此有

負責任旅遊模式之推動，其中以美國「Leave 

No Trace」運動的推廣最廣為人知。林務局於民

國95年辦理全國步道環境優化研討會，公私部

門對於「在推廣山林運動的同時，如何透過環

境倫理與登山教育的深化，減少山林的衝擊」

之相關議題上有廣泛討論與迴響，其後林務局

開始推展無痕山林運動，邀請各公私部門共同

參與運作，期能落實環境行為管理，以利山林

環境永續經營。林務局並逐年辦理種子教師及

高階教師培訓，發展無痕山林運動課程與教

材，期待正確引導民眾適切使用台灣的山林步

道，減少對環境的衝擊。未來將拓展更多元豐

富的實踐空間，研擬在地化策略及教材，落實

並深化台灣無痕山林運動。

四、步道遊憩管理與夥伴關係

步道經營管理事務相當複雜，而管理所需

之預算與人力目前多仰賴政府編列相關資源，

但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適當引入志工及社區

民眾的參與。故資源管理單位應結合鄰近山村

部落進行步道維護、結合民間團體認養步道，

推廣步道志工活動。克羅埃西亞國家公園

(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1979年被聯合國列

入世界遺產名單，其區域內步道原始而自然，

部分濕地環境則設置高架之原木棧道，園區內

隨時可見巡查人員背著簡單的工具巡護步道，

進行簡易的維修工作。因此，步道資源管理單

位應訓練第一線員工成為步道管理及監測者，

如培養巡山員進行步道管理及監測工作，進行

步道的簡易維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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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十六湖國家公園區內隨時可見巡視人員背著簡單的工具

進行步道簡易維修工作。

(一)步道系統串聯山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為對環境影響程度低的自然旅

遊，目的在透過增進當地居民的福祉，規範遊

客之行為，以維持當地物種及棲地環境之多樣

性。在推展生態旅遊部分，應串聯山村部落、

結合鄰近森林遊樂區、自然保護(留)區、自然步

道等，進行整體規劃。並協助山村部落建立生

態旅遊經營相關配套機制，創造在地就業機

會。同時應重視遊客對自然環境之使用及價

值、當地居民與旅遊之互動及結合、遊客對當

地社會及生態所可能造成之影響，並針對以上

影響進行評估。英國在國家步道管理設有英格

蘭鄉村委員會(The Countryside Commission)，

其步道經過大部分私有地，故鼓勵私人提供土

地作為步道，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遊客行經

私人土地時可欣賞田園風光。將社區融入步道

管理不但有助於人力資源之投入，對資源管理

夥伴關係之建立亦有重要的意涵。台灣許多步

道為原住民傳統利用古道，具有歷史意義，與

社區合作相關工作如解說嚮導與登山服務、步

道維護、及輔助步道監測等工作。管理單位可

輔導及訓練當地民眾此類技能，提供山友解說

嚮導及登山服務工作。部分步道位於地質破碎

地帶，在地震、颱風或雨季過後往往造成步道

局部甚至全線中斷，而這些路面崩坍清除、步

道復建、及護坡植栽等均需人力投入，因此適

當納入社區人力資源將有助於資源管理夥伴關

係之建立，亦能紓解管理單位之人力不足的壓

力。

(二)步道志工與步道假期之推展

為增加步道維護與經營之人力資源，林務

局引進步道工作假期概念，招募對環境保育具

熱忱、喜愛山林活動的有志人士，利用週休二

日假期，付出金錢及勞力，共同參與步道環境

(包括步道設施修建、生物棲地及人文歷史遺跡

等)之簡易修築、維護及清理等勞動服務工作，

藉由實地的勞動工作與在地的體驗生活，實際

感受並融入當地自然與人文環境，同時藉由實

務勞動的付出，達到服務社會，並從中獲得休

閒並瞭解保護的重要性。步道志工的目的是希

望能轉變大眾的遊憩方式，從「消費環境」的

旅遊觀念轉化為「環境參與(或生產)」的深度體

驗與認同，並將回饋過程轉化民眾能量為步道

維護與管理的力量，是結合生態與文化的新休

閒形式，也是一種新型態的生態環境維護志工

服務方式。未來林務局將持續推展手作步道維

護工程，參考國外推動手作步道相關工作之案

例，建立環境維護志工隊組織、培訓課程及服

勤制度，並將強化與民間社區、團體或企業認

養制度建立，建立手作步道維護工程種子師資

訓練與認證制度，使步道之永續經營得自步道

工作假期操作之經驗學習、交流互動及師資與

參加人員間互動學習等過程，促使「短期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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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步道工作假期參與者，蛻變為更具參與

深度與廣度的「長期性服務」步道志工。

五、結語

對於曠野的嚮往，讓我們走入山林，而步道

是通往山林的捷徑，林務局發展自然步道系統至

今，已完成152條計700公里之步道路線實質整

建，適切提供全民登山健行、自然探索學習、探訪

人文歷史探訪的良好場域。未來，應擬訂各林區管

理處的步道發展計畫，加強既有步道之經營管理措

施，以保育為核心價值，推廣生態旅遊與環境教

育，提供優質山林遊憩與教育功能。願每位拜訪自

然步道的遊客，都能具備正確的環境態度，尊敬自

然原本存在的功能與價值。

圖片/視野創異行銷


